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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南非商情 

南非應積極打擊非法菸品販賣 

「南非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obacco South Africa)日前表示，南

非政府通過「菸品及電子菸管理法草案」(Tobacco Products and Electronic 

Delivery Systems Control Bill)前，應積極運用現有法規打擊私菸市場，維護

合法菸品廠商利益。 

南非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於 2022年 12月向國會提出新菸品及

電子菸管理法草案，規定包括菸品專賣店等零售商不得對公眾公開展示任何

菸品、電子菸或其他加熱式菸品，以改變南非菸品市場銷售方式。 

南非英美菸草公司表示，2020年新冠病毒疫情期間，南非政府違反憲

法禁止菸品銷售，而政府未切實依據現有之「菸品管理法」(Tobacco 

Control Act)查緝私菸，使得私菸佔據南非菸品市場 70%以上，導致該公司

菸品銷售衰退 40%，並使政府稅收大幅減少，該公司目前已裁員 30%，預

期未來將再裁員 200名員工。若新法通過禁止零售商展示菸品及電子菸，將

進一步衝擊合法菸品及零售商利益。 

經濟組 摘譯(2月 28日 The Star) 

 

南非研商農業部門排除適用限電措施 

南非農業部(DALRRD)為處理農業部門因限電導致之食品供應危機，日

前邀集學者專家及民間協會成員組成特別小組與南非 Eskom國營電力公司

研商將農業部門排除適用限電措施之可行性。 

農業部表示該特別小組將討論農業部門自 Eskom電網排除之可能性，

轉由市政府供電，以減少限電措施對農場作業之干擾，並研究如何協助農場

設立太陽能電池模組及儲能設備，建立小型電網，以利農場進行灌溉、收割

及冷凍作業。長期目標將推動適合農場之新電力基礎建設、鼓勵農場使用智

慧電表以及分散發電來源，例如鼓勵蔗農發展沼氣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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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kom國營電力公司表示將農業部門排除在電網外，技術上有困難，

然願與農業部持續討論未來可能作法，例如協助農場發展小型發電設備。南

非財政部日前公布之財政報告則表示，將提供人民設置再生能源發電優惠措

施，例如未來 2年投資再生能源發電可獲得 125%免稅優惠、補助 25%、最

高 1.5萬斐鍰之太陽能板設置費用等措施。 

經濟組 摘譯(2月 27日 The Star) 

 

美國駐南非大使館為因應大規模限電 建議其在南非的公民儲存三天

之物資 

美國駐南非大使館於 2月 25日發出警告，建議其在南非的公民儲存三

天之物資，包括不易腐壞之食物、每天 3公升飲用水、藥品與急救用品，並

預期大規模限電將持續至 2023年後。 

該使館表示，南非能源危機導致全國每天局部停電長達 6小時或更長時

間，對私人住宅、企業、市政照明、交通號誌與餐飲業產生重大負面影響，

輪流限電亦影響供水、網路、住宅安全與食品供應等層面。 

另停電恐增加犯罪率，如紅路燈無法正常運作時導致交通擁堵，為搶匪

提供搶劫犯罪機會，住宅亦可能因房屋警報系統無法運作成為襲擊目標。此

外，持續大規模限電恐導致全國各地抗議與犯罪活動增加。 

經濟組 摘譯(2月 26日 Business Day) 

 

南非受大規模限電影響信用評等恐調降 

國際信用評等機構 Fitch於 2月 22日表示，儘管南非目前評等為 BB-

(亦即有中等債務違約風險)，仍有空間吸收電力供應危機造成之暫時性經濟

損失，但若問題在中期內得不到解決，則該評等恐將下降。 

南非大規模限電對企業、消費者信心與投資影響甚鉅，將削弱本已低迷

之經濟成長前景，並威脅社會及政治穩定。南非面對失業率與通膨率高漲等

問題，但電力危機是南非經濟中最嚴重之面向。 

南非儲備銀行 1月將 2023年的經濟成長預期從之前的 1.1%下調至 

0.3%。亦將其對 2023 年的大規模限電預估天數從先前預測之 100天上調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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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天。該行表示，目前預計，大規模限電將使 2023年經濟前景持續悲

觀。 

經濟組 摘譯(2月 22日 Business Day) 

 

南非應使用減稅優惠措施吸引投資及促進經濟成長 

一、非洲 Deloitte國際會計公司投資市場分析師 Tumelo Marivate日前投書

表示，南非電力不足問題，削弱投資動能，恐難以推動經濟持續成長，

因此擴大吸引投資能源產業係首要課題。 

二、南非在 2021年宣布總金額 1,533億斐鍰氣候變遷融資方案，其中 80%

將用於推動再生能源及更新電力設施，其他部分將用於鼓勵綠色氫能發

電研究及推動電動車產業發展，渠歡迎政府擴大再生能源投資，並建議

以下具體方式吸引投資： 

(一)恢復輸配電基礎設施：政府應投入資金維護及更新現有之輸配電系

統，逐步將再生能源發電納入電網，另應透過銀行提供企業融資，限

定僅能租用太陽能電板及儲能電池，將比直接提供紓困金方式更有效

益。 

(二)降低再生能源投資風險：南非政府於 2022年 12月宣布廢除自用發電

門檻規定，預計將可大幅推動再生能源投資，減輕電網負擔，建議政

府可透過銀行提供民間企業再生能源發電融資，由銀行協助企業進行

風險評估，而非透過政府機關直接發放補助，降低投資失敗風險，例

如「南非發展銀行」(Development Bank of South Africa)協助借款人評

估相關融資風險。 

(三)建立再生能源產業供應鏈：許多國家推動建立在地化之再生能源產業

供應鏈，例如歐盟推出 4兆斐鍰再生能源計畫，推動能源轉型減少對

石化燃料依賴，美國則直接補助電動車電池製造商，另透過減稅方式

鼓勵消費者購買美國製造之電動車蓄電池。南非必須確實履行「再生

能源行動計畫」(Renewable Energy Master plan)內容，推動建立在地

化之再生能源設備組裝及生產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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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持續研發提升能源效率：提升能源效率可有效減輕碳排，南非政府提

供能源效率產品減稅優惠，促進相關產品或解決方案投資及研發，將

可帶動相關產業發展，促進經濟發展。 

經濟組 摘譯(2月 20日 The Star) 

 

南非本年 1月消費者物價漲幅趨緩，惟消費者仍須面臨高利率壓力 

南非國家統計局（Stats SA)日前公布 2023年 1月消費者價指數為

6.9%，較 2022年 12月之 7.2%略微下降，惟仍高於「南非儲備銀行」

(SARB)設定之 3%至 6%區間上限。 

該局表示 1月各項消費品中，汽油價格呈現下降，惟商品及非酒精飲料

價格漲幅達到 17年來最高，其中以麵包、麥片、食用油及蔬菜漲幅達

13.4%，至於其他消費品漲幅平均約 4.9%。 

分析家表示，若未來國際油價持穩及中國解除封城使國際需求回升，南

非 2023年消費者物價可能恢復至接近南非儲備銀行設定之區間上限，另限

電措施及電價上漲，均將增加企業營業成本，限制消費者物價下降幅度。 

經濟組 摘譯(2月 16日 The Star) 

 

南非保險業受理大量水災理賠 

南非連日豪雨，造成豪登省，納他省及林波波省等部分地區房屋損壞，

居民被迫遷離，災情相當嚴重，南非總統 Cyril Ramaphosa已宣布前述地區

進入「國家緊急災難狀態」，以快速提供援助。 

目前南非保險業已受理大量理賠申請，南非最大保險公司 Santam預計

共須理賠 44億斐鍰，Old Mutual Insure預估將理賠 1.35億斐鍰。

OUTsurance Holdings 集團則表示過去兩年天然災害理賠件數大幅升高，顯

示氣候變遷已成為保險公司長期營運最主要風險來源，該公司已開始研議調

整保險條款以為因應。 

「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WEF)已明確指出，極端氣

候帶來之衝擊將成為全球經商 10大風險之一，保險業必須開始與政府及金

融監理單位研商因應對策。 

經濟組 摘譯(2月 16日 The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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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 非洲商情 

 

非洲經濟前景(Africa Outlook)研討會紀要 

本次「非洲經濟前景」(Africa Outlook)研討會由「約堡商工會」

(Johannesburg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與南非研究顧問機構

Africa House共同主辦，講者為 Africa House研究員 Duncan Bonnet。會議

內容摘要如下：。 

一、非洲各國概況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IMF)預測，2027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前五大

經濟體及其產值分別為奈及利亞(9,453億美元)、南非(4,906億美元)、

衣索比亞(1,921億美元)、安哥拉(1,644億美元)、肯亞(1,534億美元)。

另西非和東非將超越南部非洲，就區域發展與經濟動能充滿活力。 

二、能源 

1. 能源與環境問題目前是全球關注焦點，非洲同時為供應商和受益人，

扮演關鍵角色。目前趨勢為重視清潔能源，優點是對再生能源的重大

投資與政策增加，惟缺點則是全球趨勢堅持要求非洲停止所有化石燃

料項目。 

2. 能源可用於國內與出口驅動項目及相關基礎設施，不只是大型項目，

還有中小項目，包括電網、屋頂太陽能等。 

3. 關於天然氣爭議：反對天然氣出口之論述忽略缺乏非洲消費者無足夠

消費天然氣能力，同時忽略天然氣對生物質(biomass)之負面影響。 

三、基礎建設民營化趨勢 

1. 非洲國家早期大多由國家完全控制電力、電信、交通、供水等領域，

直到 2000 年初期後國家在基礎建設扮演之角色逐漸式微，目前再生能

源主要由私人融資與經營，石油與採礦亦主要為民營公司主導，機場

和航空公司部分私有化，但仍被視為與國家相關。 

2. 行動電話方面，國營電話運營商大部分被淘汰，惟國營運營商在民間

運營商持有股份；資通訊包括電視及娛樂越來越多民營化，惟供水與

衛生方面供應仍主要由國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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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化與消費 

從 2010年到 2035年，大城市數量將從 128個增加至 289個。主要增長

區域是奈及利亞和西非沿海地區，城市化將創造社會和商業需求基礎設

施如住房、供水和衛生設施、道路、鐵路、電力及零售等。 

五、貿易 

1.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在 2023年將緩步前行，但暫時無

法產生巨大動能。全球供應鏈中斷加強提高非洲產製和內部生產區域

貿易，以抵消全球供應鏈中斷及價格衝擊之誘因。 

2. 短期而言，非洲製造商遭受高物流成本與進口交貨期過長之影響，有

轉向本地供應商供貨之趨勢，且非洲國家對公路、鐵路與港口投資增

加顯示將增加非洲大陸內部貿易。 

3. 南非 2022年疫後出口復甦，約九成出口至南部非洲地區，主要出口產

品為石油產品、機械、鋼鐵、汽車等產品。 

經濟組 摘譯(2月 7日約堡商工會)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ADC）-東非共同體（EAC）-東部和南部非洲

共同市場（COMESA）之三方自由貿易協定（Tripartite Trade 

Agreement）可望於 2023年 4月底生效 

肯亞總統 William Ruto於 2月 21日表示，「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東非共同體」（EAC）-「東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場」

（COMESA）之「三方自由貿易協定」（Tripartite Trade Agreement）可望

於 2023年 4月底生效，此意味協定之 28個非洲國家將可以區域之形式與歐

盟進行貿易。 

南非 Ramaphosa總統表示，此三方自由貿易協定於 2015年簽署，歷經

七年仍未生效。為應對此一挑戰，肯亞有信心與決心說服其他國家，盼在 4 

月底前完成各國國內批准程序。此協定包含 28個國家約 7.5億人口與 1.8兆

美元經濟體。 

該三方自由貿易區旨在降低經商成本並創造有利於民營部門之營商環

境，亦將開放商品與服務貿易，促進工業發展，便利人員流動，且加強基礎

建設，建設中小企業能力，並深化夥伴國之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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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組 摘譯(2月 22日 The Star)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施行種子資訊系統 整合訊息

增加產量 

「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COMESA)施行種子資訊系統，用於衡量

該區域種子貿易調和實施計劃之成效。另該種子信息系統將為東部及南部非

洲內品種目錄中之種子公司提供相關商機並在成員國銷售其產品之機會。 

COMESA地區擁有生產 200萬噸優質種子之潛力，惟目前僅實際生產

50萬公噸優質種子。該區域面臨挑戰係無法及時獲得價格合理之改良種子

及其他種植材料，而上述兩種材料對於提高農民生產力至關重要。 

此種子資訊系統將與政府、種子公司、農民及相關行業從業者進行資訊

有效理解及整合，協助提高產量、抗病蟲害、適應氣候變化與改善營養情

況。 

(註：東部及南部非洲共同市場( COMESA)成員國包括蒲隆地、葛摩、剛果

民主共和國、吉布地、埃及、厄立垂亞、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肯亞、利比

亞、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盧安達、塞席爾、蘇丹、

史瓦帝尼、烏干達、尚比亞、辛巴威等 21國，秘書處位於尚比亞) 

經濟組 摘譯(2月 20日 COMESA新聞稿) 

 

非洲領袖應切實履行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 

「非洲聯盟」(AU)日前在衣索比亞召開「第 36屆高峰會常會」(AU 

Summit, 36th Ordinary Session)，非洲民間團體 One Campaign要求「非洲

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CFTA)各會員國應切實履行協定內容，推動區域內

貿易發展，以及尋求氣候變遷融資工具，減輕非洲國家財政負擔。 

One Campaign表示，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為全球最大自由貿易區，單

一市場人口高達 13億人，國民生產毛額可達 3.4兆美元，然自 2021年開始

實行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迄今未獲得明顯的進展，該團體要求非洲國家應

積極開放人員、商品及服務自由流動，包括建立非洲護照、促進貿易便捷

化、推動行政數位化及成立一站式邊境站，促進經商環境友善程度，吸引外

人投資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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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非洲大陸開始承受由先進工業國家引起之氣候變遷衝擊，呼籲非洲聯

盟及其會員國能積極與先進工業國家協商，盼每年能提供 1000億美元資金

協助非洲國家進行能源轉型，減少碳排以及建立氣候變遷衝擊之應變能力。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協定」（AfCFTA)自 2021年 1月開始實行以來，

除厄立垂亞外，其餘 54個非洲國家已簽署協定，其中 46個國家已批准協

定，尚未批准之國家有摩洛哥、利比亞、蘇丹、南蘇丹、貝寧、莫三比克、

馬達加斯加及幾內亞比索。 

經濟組 摘譯(2月 19日 Business Day) 

 

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 SADC推動吳郭魚產業價值鏈 

馬拉威、尚比亞及辛巴威等具有吳郭魚養殖聚落之國家將積極推動建立

吳郭魚產業價值鏈，以推動 SADC養殖漁業產業發展，並履行 SADC「區

域優先行動路徑圖」(Regional Priority Action Roadmap)。 

該計畫由「非洲發展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提供 9,200萬美

元資助，屬 SADC秘書處負責推動之「區域吳郭魚基因改造計畫」

(Regional Tilapia Genetic Improvement Programme)之一部分，以促進吳郭魚

養殖業競爭力。 

除養殖漁業外，SADC並依據 2019年之區域農產品加工分析研究

(Regional Agri-Processing Profiling Study)選定棉花、稻米、黃豆及大麥等

農產品，推動建立產業價值鏈，以促進區域農產品產能及區域內貿易。 

(註：南部非洲發展共同體(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SADC)包括安哥拉、波札那、葛摩、剛果民主共和國、史瓦帝尼、賴索

托、馬達加斯加、馬拉威、模里西斯、莫三比克、納米比亞、塞席爾、南

非、坦尚尼亞、尚比亞及辛巴威等 16國，於 1992年成立，總部設於波札那

(Botswana)首都嘉博隆里(Gaborone)，工作語言為英語、法語、葡語) 

經濟組 摘譯(2月 7日 SADC新聞稿) 

 
 

  



 9 

參 臺灣商情 

 

經濟部工業局領軍重磅回歸 MWC 大秀臺灣 5G產業戰力 

工業局 2023/2/27 

全球科技界矚目的「世界行動通訊大會」(Mobile World Congress，

MWC)當地時間 2月 27日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盛大開幕。國際通訊指標科技

公司如 Nokia、Ericsson、高通以及眾多的國際雲端與電信公司，均把本展

會作為引領全球通訊技術最重要展會，因此受到業界格外重視。根據全球行

動通訊系統協會(GSMA)表示，展會人潮預計回升至疫前至少八成，全球經

濟活動預計將回歸常軌。因此，經濟部工業局今年再次籌組臺灣館，帶領

17家我國優質廠商實體回歸這重要國際舞台，尋求新買主洽談機會，以爭

取更多商機。 

此次臺灣館以「臺灣 5G開放網路架構生態鏈」為主題，集結從晶片、

終端、基地台、傳輸設備、核心網路至系統整合方案等業者，向全球大秀臺

灣是全球 5G電信商最佳的合作夥伴，更首次將臺灣自主研發的 5G端到端

專網系統，成為本屆臺灣館展示最大亮點，也期望共同爭取歐美電信大廠與

大型系統整合商等國際客戶青睞。 

包含和碩聯合、明泰科技、仁寶電腦、鈺登科技、新漢科技、優達科

技、台林電通與緯穎科技等廠商，展示從終端、基地台、傳輸等各式設備，

提供買主一站式購足的產品。在 5G專網系統應用整合與軟體實力展上，伸

波通訊展示的 5G專網智慧工廠解決方案，泰雅科技結合廣達電腦、譁裕實

業、信曜科技、円通科技等聯手展出全球第一套異質 5G專網及智慧管理平

台、現觀科技提供全球電信業者網路優化和地理定位解決方案、物聯智慧展

示支援各式物聯網應用服務平台以及工研院透過聯發科 5G手機與自主開發

的 5G小基站，展示支援全球首次非地面網路的雙向資料傳輸技術等，都將

成為國際買主不可錯過的參訪項目。本次於臺灣館舉辦國際合作交流酒會，

中華電信共襄盛舉，邀請潛在買主到臺灣館進行交流，有助於增進我國廠商

與國際買主良好互動關係。 

工業局推動臺灣 5G產業發展，除協助產業有個好的研發環境、以政策

鼓勵產業投資外，更主動透過參與國際行銷管道，協助業者進軍國際市場，

期望讓臺灣 5G產業能量在國際大放異彩。 



 10 

經濟部出席 APEC科技合作會議 我創新科技提案通過數居冠 科技

實力廣獲國際認同 

技術處 2023/2/20 

經濟部與國科會共同參與 2月 18日至 19日於美國棕櫚泉市舉行的亞太

經濟合作(APEC)第 21次科技、技術及創新政策夥伴(Policy Partnership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 PPSTI)會議，並由技術處邱求慧處長

擔任 PPSTI小組項下「區域科技連結」分組主席並主持會議。今年臺灣針

對 APEC主題精選我國創新科專成果向大會提案，總計通過數冠於各經濟

體，科技實力廣獲國際認同，成功帶領科專團隊鏈接國際市場及技術合作，

並對亞太區域做出具體貢獻。 

本年 APEC倡議主題為「連結、創新、包容(Interconnected, Innovative, 

Inclusive)」，旨在為各方創造具韌性與永續的未來。為向國際展現我國科

技實力，經濟部和國科會積極向 APEC提案，推動科技國際合作。本次

PPSTI提案共有 18項專案獲通過，其中 5案由我國提出，提案通過數居於

全經濟體之冠。顯示我國科技實力獲得國際高度認同，再次突顯我國創新科

技之優質形象，對促進國際技術合作，帶來正面的效果。 

工研院的「智慧機械雲平台」獲泰國、馬來西亞、印尼、韓國及智利 5

國共同參與。該團隊去年衍生新創公司-佳研智聯並獲得國內工業電腦龍頭

研華科技、300家企業組成的大肚山產創基金會投資。結合研華科技的雲端

戰情服務、能源監控等服務及中華電信 5G專網等能量，搭配工研院的智慧

加值軟體，建立智慧製造垂直應用方案，共同發展跨國、跨域服務。該技術

將藉由 APEC平台引領國內智慧機械產業，優先布局馬來西亞、泰國、越

南等地，搶攻亞太地區智慧製造市場。 

另外，金屬中心以「軟硬整合數位牙科系統」獲泰國、馬來西亞、印

尼、韓國、智利及菲律賓 6 國參與，向 PPSTI提案通過並獲 APEC基金 11

萬美元挹注。該數位牙科解決方案，整合國內 4家廠商，如美萌科技、東昕

生醫、醫百科技、英特威的數位牙齒矯正、數位假牙贋復及手術導引系統等

技術。翻轉過往牙科，長時間恢復、頻繁人工調整等傳統治療模式，縮短

30%以上之牙科贋復製作及植牙術後恢復時間，且最快可於 6個月內完成牙

齒矯正療程，展示我國數位遠距醫療軟硬整合實力。 



 11 

APEC是亞太地區最重要的多邊官方經濟合作論壇之一，其中「科技、

技術及創新政策夥伴會議」(Policy Partnership o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 PPSTI)係為科技政策與實質科技交流的重要平台。我國主要參

加機關包括經濟部及國科會，除了擔任 PPSTI主持「區域科技連結」分組

主席之外，亦設立「APEC先進生質氫能研究中心」及「APEC颱風與社會

研究中心」。希望透過參與 APEC，有助於在國際間促進創新科技政策對

話，建立科技創新環境，支持永續經濟成長與共榮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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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臺斐雙邊貿易金額 

 

 

 

 

  

2023年(月)別 

貿易總值(含復運資料) 出口+復出口(臺至斐) 進口+復進口(臺自斐) 出(入)超值(含復運資料)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金額  

(美元) 

增減比%  

(同期) 

1月 149,370,745 -19.138 50,502,860 -15.266 98,867,885 -20.982 -48,365,025 -26.182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累計 149,370,745 -19.138 50,502,860 -15.266 98,867,885 -20.982 -48,365,025 -2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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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臺灣展覽資訊 

 

 


